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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粮优质高产栽培技术

序 言

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》已经编辑出版了两批
共 20种，总的看反响不错，有的根据农村需求已再版印刷。
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是党和国家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
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。科协作为
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，在发挥自身优势、促进
农民素质全面提高这一基础性社会工程中完全可以大显身
手，有所作为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
务，既要靠党的政策，又要靠科学技术；既是物质文明建
设，又是精神文明建设；既要彻底改变农村面貌，又要培养
农民的全面发展。我们必须树立以农民为主体的观念，想农
民所想，急农民所需，从根本上促进“三农”问题的解决。
目前，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用新技术送往农村，让村
村户户都能有“明白人”，真正掌握一两项技能，不断提高
致富本领，给农民带来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惠，这是各级科
协组织的当务之急，也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。我们组
织编写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》，是直接送技术知
识给农民，同时也是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聪明才智、服务
“三农”搭建一个有效平台。

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丛书》涵盖了种植、养殖、
林果、土肥、植保、设施农业、农副产品加工、经纪人培养
等专业的实用新技术，下一步还要扩大范围，广泛组织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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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、农机、生态能源、储运保鲜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及
经营等领域的专家、学者参与这项工作，努力用通俗的语
言，把最新的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深入浅出地撰写出来，提
供给农户。编写中，尽量做到介绍的技术具体、完整，可操
作性强，可以比照操作。为了便于广大农民尽快掌握这些实
用技术，加深对问题的理解，本套丛书还比较注意介绍一些
基础知识。在侧重介绍新技术、新品种时，也适当地介绍一
些常规性的目前还不能被完全替代的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，
对一些没有经过严格实验，把握不大的品种，我们都严格把
关，不致受社会上个别商业性炒作所左右，以防给农民造成
不应有的经济损失。
在编写过程中，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、沈阳农业大

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做了大量具体工作，辽宁科学技
术出版社对本套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，在此一并表示
感谢！由于水平所限，科学技术发展迅速，编写过程中会有
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，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康 捷
2009年 3月于沈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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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粮优质高产栽培技术

杂粮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，品种繁多，资源丰富，在食物
构成和农业生产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。杂粮品种有几百种之多，
大体可分为 4种类型。第一种是谷物作物，如谷子、糜子、黍
子、荞麦、燕麦等；第二种是豆类作物，如绿豆、红小豆、芸
豆、黑豆、豇豆等；第三种是油料作物，如向日葵、芝麻等；
第四种为薯类作物，主要指甘薯、马铃薯等。我国杂粮栽培面
积较大的有谷子、糜子、黍子、荞麦、燕麦、青稞、江米、绿
豆、小豆、豌豆、蚕豆、豇豆、芸豆、扁豆、黑豆、芝麻、向
日葵、马铃薯、甘薯等，主要分布在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内
蒙古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、
贵州等干旱与半干旱地区，有悠久的栽培历史。从历史上看，
我国杂粮生产属于自给自足经济，种植分散，生产规模小，主
要分布在沟壑丘陵、低山坡脚地带，靠“天”收获，形成了长
期的自由发展状态和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。传统观念的桎梏影
响着现代杂粮产业的发展，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一是主栽品种不突出，数量多而杂，尤其是优质高产专用的强
势品种少，长期沿用传统的农家品种，混杂退化严重；二是栽
培管理粗放，产量低而不稳，比较效益低，直接影响农民生产
积极性；三是标准化栽培等先进实用技术应用起步艰难，优质
安全杂粮产业尚未形成，成为杂粮经济生成的瓶颈；四是龙头
企业规模小，在农户与市场的连接上动力不足，牵动作用较弱；
五是产品多为初级加工，品种单一，附加值低，质量和档次仍
处于低水平状态。
近几年，全世界杂粮的消费量和价格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，

国际杂粮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。同时，随着我国人民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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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的提高和食物链的改善，广大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由
数量型向质量型过渡，营养、保健、安全的食品逐渐成为新宠，
追求营养的多样性也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，国内对优质杂粮产
品的需求量日趋增大。自 1996年以来，我国杂粮出口已占全国
粮食出口总量的 10%，年出口量约 100万吨，最高年份达到 180
万吨，年创汇 3亿美元左右，出口到 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是出
口创汇的重要来源。我国杂粮生产不但种类多，且市场份额大，
播种面积约 1 000万公顷，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 9%左右，产
量 5 340万吨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13%，在粮食生产中占有重
要地位。其中谷子占全球播种面积的 90%，荞麦、糜子的面积、
产量居世界第二位，蚕豆占世界产量的 1/2，绿豆、小豆占世界
产量的 1/3，燕麦、豇豆、扁豆是主产国，所以我国有世界杂粮
王国之称，孕育了朝阳小米、内蒙古甜荞、凉山苦荞、丽江白
芸豆、青海蚕豆、黑龙江红小豆、白城绿豆等享誉国内外的名
牌产品和主产区。本书选择在我国东北、西南、西北的干旱、
半干旱地区广泛种植的谷子、糜子、黍子、荞麦、绿豆、红小
豆、芝麻、向日葵、马铃薯、甘薯等主要杂粮作物进行介绍。

一、优质高产新品种

（一） 谷子

1. 龙丰谷
由朝阳市龙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选育，2001年通过辽宁

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。该品种生育期 100～110天，主
茎高 100～110厘米，穗长 20～25厘米，茎粗 1.0厘米，黄谷黄
米，千粒重 3.1 克，出米率 83%，直链淀粉 14．12%，脂肪
3.18%，粗蛋白 12.28%，维生素 B1 6.19毫克 /千克，符合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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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米标准。具有较强的抗倒、耐瘠、抗病性能。一般亩产
400～600公斤，最高亩产达 750公斤以上。已在辽宁省大部分
地区、内蒙古南部、河北省北部等地得到推广应用。

2. 朝谷 13号
由辽宁省水土保持研究所选育，2004年通过国家品种鉴定。

生育期 100～110天，为中早熟品种，抗逆性强，抗旱性尤为突
出，茎秆粗壮，抗倒伏，抗黑穗病、谷瘟病和锈病。幼苗黄绿
色，主茎高 140～150 厘米，穗长 18～25 厘米，出谷率 84%～
86%。蛋白质含量 10.18%，粗脂肪 3.94%，直链淀粉 21.83%，
支链淀粉 78.17%，赖氨酸 0.28%，胶稠度 169毫米，糊化温度
2.1℃，平均亩产 320公斤。

3. 黑沙滩
朝阳当地乡土品种。生育期 95～105天，幼苗绿色，叶鞘色

深绿，株高 150厘米，主茎节 14个，穗圆筒形，穗长 25.4厘
米，黑谷黄米，千粒重 3.2克，出米率 78%，抗旱，抗病，一
般亩产 300～350公斤。属朝阳四大名米之一。

4. 乌米绿
朝阳当地乡土品种。生育期 95～110天，幼苗淡紫色，叶鞘

紫色，株高 140厘米，主茎节 12个，穗纺锤形，单穗粒重 29.1
克，绿谷灰米，千粒重 2.67克，出米率 80%，抗旱，抗病，一
般亩产 300～400公斤。属朝阳四大名米之一。

5. 金镶玉
朝阳当地乡土品种。生育期 95～110天，幼苗叶片及叶鞘均

为绿色，株高 140厘米，主茎节 11个，穗纺锤形，穗长 27.1
厘米，单穗粒重 20 克，黄谷白米，千粒重 2.65 克，出米率
80%，抗旱，抗病，一般亩产 300公斤。属朝阳四大名米之一。

6. 毛毛斗
朝阳当地乡土品种。生育期 105～110天，叶鞘为绿色，幼

苗叶片为黄绿色，株高 130厘米，主茎节 14个，穗圆筒形，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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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28厘米，单穗粒重 13克，黄谷黄米，千粒重 3.0克，出米
率 80%，抗旱，抗倒伏，抗白发病，一般亩产 300公斤。属朝
阳四大名米之一。

7. 靠山红
朝阳当地乡土品种。生育期 100～110天，幼苗淡紫色，叶

鞘紫色，株高 145厘米，叶片 17片，穗纺锤形，穗长 28.3厘
米，单穗粒重 29克，红谷黄米，千粒重 3.1克，出米率 81%，
抗旱，抗锈病、白发病，一般亩产 300～350公斤。

8. 大黑谷
朝阳当地乡土品种。生育期 105～110天，幼苗淡紫色，叶

鞘紫红色，株高 130厘米，主茎节 13个，穗圆筒形，穗长 21.9
厘米，单穗粒重 26.6 克，灰谷黑米，千粒重 3.1 克，出米率
82%，抗旱，抗病，一般亩产 400公斤。

9. 吨谷一号
由山西农业大学育成。生育期 100～110天，为中早熟矮秆

谷子新品种，株高 100～110 厘米，茎粗 1.0 厘米，黄谷黄米，
千粒重 3.0克，出米率 83%，抗倒，耐瘠，抗病，活秧成熟，
一般亩产 400～600公斤。

10. 陇谷 10号
由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育成。生育期 130天左右，

绿苗，株高 110～115厘米，穗长 28厘米，穗纺锤形，穗子偏
紧，单穗重 19.9克，单穗粒重 15.6克，出谷率 78.2%，黄谷黄
米，千粒重 3.42克，抗倒性一级，抗旱性一级，对锈病、谷瘟
病、纹枯病抗性均为一级，抗黑穗病。

11. 冀谷 22号
由河北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育成。生育期 100天，绿

苗，株高 120厘米，穗纺锤形，穗子偏紧，穗长 18.5厘米，单
穗重 12.9 克，单穗粒重 10.9 克，出谷率 84.5％，出米率
77.7％，黄谷黄米，千粒重 2.81克。米色鲜黄，经区域试验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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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该品种抗旱、抗倒、耐涝性均为一级，对谷锈病、谷瘟病、
纹枯病抗性亦为一级，红叶病、白发病、线虫病发病率很低。
食用品质、商品品质兼优。

12. 张杂 5号
由河北省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选育。生育期

110～120天，株高 100～110厘米，千粒重 3克左右，幼苗绿色，
黄谷黄米。粗蛋白 12.81%，粗脂肪 3.38%，直链淀粉 14.46%，
胶稠度 138毫米，属一级优质米。平均亩产 500公斤，最高可
达 800公斤。

（二） 糜（黍） 子

1. 辽糜 56号
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选育，1983 年审定。生育期

104天，株高 176厘米，白谷黄米，千粒重 5.0～5.5克，出米率
79%，黏性好，抗旱，抗倒，一般亩产 100公斤。

2. 辽黑糜 2号
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选育。生育期 88天，株高 145

厘米，穗长 28 厘米，千粒重 7.5 克，抗旱，抗倒，一般亩产
150～200公斤。

3. 榆糜 3号
由陕西省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。属中早熟品种，夏

播生育期 95天，春播 100～110天。株高 155厘米，幼苗绿色，
绿秆，主茎叶 13～14片，地上伸长节 8～10节。穗长 33厘米，
侧穗，花序绿色，主茎成穗为主，子粒黑褐色，粳性，皮壳
率20%，单株粒重 7.6 克，千粒重 8.0～8.6 克。子粒含粗蛋
白12.10%，粗脂肪 3.70%，总淀粉 59.80%。抗旱性强，抗黑穗
病，不易自然落粒，高抗糜子黑穗病。一般亩产 150～250公斤。

4. 宁糜 15号
由宁夏固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育成。糯性，中熟，生育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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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天左右，株高 140厘米左右，主茎直径 0.6厘米，主茎节数
7～8节，有分蘖，幼苗叶鞘、叶片绿色，花序紫色，叶下披，
茸毛较多。侧穗型，穗长 30厘米，穗茎长 21厘米左右，单株
粒重 5克，千粒重 7克，子粒红色，米色淡黄，出米率 82%。
苗期耐旱性较强，抗倒伏，落粒轻。子粒粗蛋白质含量
12.74%，粗脂肪含量 3.85%，粗淀粉含量 58.65%。

5. 九黍 1号
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。生育期 120天，株

高 180～185厘米，茎秆粗壮，叶片绿色。侧穗型，穗长 40厘
米，单穗粒重 10.76 克，中等繁茂。子粒椭圆形，粒色深黄，
米质黏、色黄、口感好，种皮光滑，千粒重 6.3 克，出米率
72%。粗蛋白 14.25%，粗脂肪 3.92%，总淀粉 72.52%。平均亩
产 250～300公斤。

6. 冀黍 1号
由河北省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选育。生育期 102天，幼

苗及成株均为绿色，主茎高 150厘米。穗长 30～35厘米，穗颈
长 20厘米，主茎伸长节间 8～9个，总叶片 15～16片。侧穗，花
序绿色，单穗粒重 7～8克，千粒重 5～6克，子粒白色，米黄色，
糯性，出米率 82%。子粒含粗蛋白 15.83%，粗脂肪 4.24%，直
链淀粉 0.34%，赖氨酸 0.18%。平均亩产 200公斤。

（三） 荞麦

1. 辽荞 2号
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。生育期 65天，株高

90厘米，千粒重 30克，一般亩产 100～150公斤。
2. 晋荞 1号
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杂粮作物室选育。生育期 70天左右，

株高 85～100厘米，主茎 8～10节，一级分枝 2～3个。绿茎、白
花、子粒深褐色，三棱形。单株粒重 2.5克，千粒重 31.9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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蛋白质 10.04%，脂肪 1.8%，抗倒性强，一般亩产 95公斤。
3. 榆荞 3号
由陕西省榆林农业学校选育而成。生育期为 80天，株型紧

凑，分枝习性弱，结实率高，植株茎秆坚硬，节间距离短，株
高 90～110厘米，主茎与分枝顶端花絮多而密集，成熟后植株下
部为红色，中上部为黄绿色。花朵为白色，子粒为淡棕色，棱
角明显，呈三棱形，粒大饱满，千粒重 34克。抗倒性、抗落粒
性强。平均亩产 150公斤。

4. 荞麦 92- 1
由甘肃省定西地区旱农技术中心引进。生育期 70～75天，

株高 65～80厘米，叶片绿色，桃形，有限花序，白花，一级分
枝 4.4～8.4个，二级分枝 2.4个，株型松散。子粒黑褐色，三棱
形，皮壳率为 20%，单株粒重 2.86 克，千粒重 30～40 克。高
产，抗旱，抗病。一般亩产 150公斤。

5. 库伦大三棱
由内蒙古库伦旗农业科学研究所培育而成。株高 90～100厘

米，一般每株分枝 3～4个，分枝距地面 25厘米，主茎较粗，皮
黑灰色，粒大，三棱形，穗状花序，花白色，单株穗数 30穗左
右，每穗粒数 5～10粒，顶穗粒数 60～70粒。适宜密植，抗倒
伏，抗逆性强。出米率 55%～60%，千粒重 32 克，蛋白质
10.3%～11.9%，淀粉 63.3%～75%，粗纤维 10.3%～13.8%，VB1、
VB2、VE的含量高于水稻、小麦、玉米等作物。平均亩产 150
公斤以上，最高亩产 240公斤。

（四） 绿豆

1. 中绿 1号
由中国农业科学院 1983年从亚洲蔬菜研究与发展中心引

进。生育期 90天，直立型，株型紧凑，株高 50～60厘米，主茎
8～12节，分枝 3～5个，结荚集中于冠层，成熟一致，不炸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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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株结荚 25个以上，单荚粒数 10～12粒，百粒重 7克，子粒明
光碧绿，商品品质优良，蛋白质含量 24.49%，淀粉含量
55.4%，具有早熟、优质、高产、抗逆性强、适应性广等特点。
一般亩产 100～150公斤，最高可达 200公斤以上。

2. 辽绿 26号
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，1989年鉴定。生育

期 91天，株高 80厘米，半直立型，2～3个分枝，亚有限结荚
习性，荚长 11厘米，子粒鲜绿有光泽，子粒较大，百粒重 5.6
克，含蛋白质 25.6%，脂肪 0.7%，碳水化合物 53.9%，具有抗
旱、耐瘠、抗病、适应性强等特性，一般亩产 125公斤。

3. 绿丰 4号
由黑龙江省嫩江农业科研所选育。生育期 98天，株高 60～

65厘米，植株基本直立，荚长 10～12厘米，成熟后荚黑褐色，
子粒较大，鲜绿有光泽，百粒重 6.5克，含蛋白质 22.88%，成熟
一致，不落荚、不炸荚，抗旱，适应性强，一般亩产 120公斤。

4. 大鹦哥绿 522
由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选育。属中早熟品种，生育期

100天，植株半直立型，株高 90厘米，分枝 2～4个，无限结荚
习性，幼茎及花蕾均为紫色，单株荚数 15～30个，荚长 11～13
厘米，单株粒数 100～200 粒，百粒重 6.6 克，单株产量 7～12
克，蛋白质含量 26.5%。子粒短圆柱形、色泽鲜艳、有光泽，
豆荚成熟后呈黑褐色，一般亩产 90～140公斤。

5. 大明绿
朝阳当地乡土品种。生育期 90天，株高 80厘米，子粒较

大，鲜绿明亮，百粒重 7克，含蛋白质 27%，脂肪 0.97%，淀
粉 49.4%，一般亩产 120公斤。

6. 冀绿 9239
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育成。春播生育期 90

天左右，夏播生育期 70天左右，株高 55～65厘米，株型直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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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系发达，主根较深，叶片较大、浓绿色、阔卵圆形，茎秆较
硬，花黄色，荚为黑色，成熟时不炸荚。主茎节数 8.7个，单
株分枝 3.0 个，荚长 9.4 厘米，单荚粒数 11.2 粒，单株结荚
23.9 个，百粒重 5.8 克。子粒绿色、有光泽、饱满，增产性、
稳产性较好，子粒粗蛋白含量为 23.95%，粗淀粉含量为
49.79%。抗病毒病、叶斑病和白粉病等，一般亩产 120公斤，
最高产量 140公斤。

（五） 小豆

1. 辽小豆 1号
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选育，1994年审定。生

育期 80～90天，夏播 75～80天，株高 70厘米，主茎节数 17～18个，
3～4个分枝，单株结荚 35个，单荚粒数 6～7个，粒短圆柱形、色
泽鲜红，百粒重 11克，子粒含色氨酸 0.16%、氮氨酸 1.9%、粗蛋
白 22.14%、粗脂肪 0.24%，抗旱，耐瘠，一般亩产 100～150公斤。

2. 辽引红小豆 1号
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引进。生育期 100天，株高 70厘米，

主茎分枝 4个，单株结荚 35个，荚长 8厘米，苗期长势健壮，
叶片心脏形，叶柄较长，幼茎绿色，花黄色，荚长圆筒形，子
粒红色，鲜艳浑圆，圆球形粒，百粒重 16～17克。抗旱，耐瘠，
抗病毒病、叶斑病、枯萎病、白粉病。亩产 150～220公斤。

3. 京农 6号
由北京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育成。生育期 100 天，

植株直立，株高 40～60厘米，生长期间叶片浓绿，成熟荚色为
白色，子粒为红色，子粒较大，百粒重 18克左右。子粒营养品
质较高，蛋白质含量达 25.0%以上，抗锈病，耐白粉病，一般
亩产 180公斤。

4. 冀红 9218
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选育。该品种生育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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